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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需求日益迫切。Ｐｙｔｈｏｎ语言为大学生解
决实际应用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工具。本研究立足大学 Ｐｙｔｈｏｎ教学，从应用与实践的视角，以大学生的专业特点与需求
为导向，探索应用驱动的渐进式Ｐｙｔｈｏｎ案例教学方法，并以向商学院学生讲授图书销售应用为例，给出了基础实例与进
阶实例，以期对Ｐｙｔｈｏｎ案例教学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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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新时期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部考试
中心于２０１７年对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Ｒａｎｋ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ＮＣＲＥ）体系进行调
整，并决定从 ２０１８年 ３月起执行 ２０１８版 ＮＣＲＥ
考试大纲。这次调整取消了“ＶｉｓｕａｌＦｏｘＰｒｏ数据
库程序设计”科目，新增了“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程序设
计”科目。在此背景下，国内高校纷纷开设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程序设计”课程。
Ｐｙｔｈｏｎ是一种解释型、面向对象、动态数据

类型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并具有开发效率高、足

够灵活和易上手等优点，已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

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领域。Ｐｙｔｈｏｎ自身免费开
源与跨平台执行的特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员参

与到Ｐｙｔｈｏｎ程序库的开发与应用中，这些程序库
大多都允许个人免费使用甚至商用，而且功能更

为丰富完备的程序库正在不断增长，这为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解决实际应用问题创建了良好的环
境。目前，ｐｙｐｉ．ｏｒｇ网站上已提供 １８万个以上的
Ｐｙｔｈｏｎ项目，从常规的各类软件、Ｗｅｂ应用与游
戏开发，到高级的科学计算、云计算、操作系统管

理与服务器的自动化运维，均可以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解
决其相关应用问题。因此，在“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程序
设计”课程教学中，可充分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的优
点与其应用进行教学案例设计。

但是，如何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学习需求与

计算机基础，设计合适的 Ｐｙｔｈｏｎ教学案例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文献［１］提供了一种以图形牵
引兴趣的Ｐｙｔｈｏｎ案例教学方法，并给出了入门案
例以及配合各教学内容的开展所设置的基于

ｔｕｒｔｌｅ库的相关图形案例。文献［２］分析了人文
社科类专业学生的学习特点与解决其专业领域问

题的一般步骤，并利用电影数据与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和
ＢＳ４等库设计了面向人文社科类专业的 Ｐｙｔｈｏｎ
教学案例，该案例涉及电影数据爬取、电影信息处

理、电影相关信息统计、电影主题分析和演员合作

网络分析。文献［３］提出了“面向问题、引发兴
趣、培养能力、引导创新”的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程序设计
教学案例新思维，指出了可围绕有特定用途的功

能库（例如 ｒａｎｄｏｍ库、ｊｉｅｂａ库、ｔｕｒｔｌｅ库等）来设
计入门案例，并给出了基于 ｔｕｒｔｌｅ库的图形绘制

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０３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Ｇ３１８１１、Ｇ３１９０９）；２０１８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１８ＹＢＡ１７３）；湖南省教育厅教学改

革项目（湘教通［２０１８］４３６号文件，序号３６４；湘教通［２０１９］２９１号文件，序号４７４）
作者简介：文一凭（１９８１－），男，湖南祁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业务过程管理、数据挖掘、云计算与分布式处理方面的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０年第１２卷

案例以及基于经典文学作品数据的人物出场统计

案例。文献［４］针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中的
要求，设计了一些与材料专业相关的综合性教学

案例（例如Ｘ射线衍射图谱绘制），并尝试向学生
介绍材料科学领域相关的功能库，引导学生开发

工具包。文献［５］在Ｐｙｔｈｏｎ案例教学中引入了机
器学习方法，并围绕与机器学习相关的 ｎｕｍｐｙ、
ｐａｎｄａｓ和ｓｋｌｅａｒｎ库设计了基于 Ｋ－ｍｅａｎｓ与 ＤＢ
ＳＣＡＮ这两个聚类算法的应用案例。这些优秀的
案例都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从实际

的Ｐｙｔｈｏｎ教学内容与教学过程看，基于函数库设
计的入门案例尽管并不复杂，但仍需要学生在掌

握一定的Ｐｙｔｈｏｎ基础后才能讲授，然后才能引导
学生创新实践。

笔者近两年一直从事高校非计算机专业的

Ｐｙｔｈｏｎ教学与研究工作，为解决上述案例设计存
在的问题，通过多轮思考和实践，摸索形成了一种

应用驱动的渐进式 Ｐｙｔｈｏｎ案例教学方法。该方
法针对不同专业学生需要设计一些难度合适、贯

穿Ｐｙｔｈｏｎ基础学习过程的应用案例，应用案例可
在第一节Ｐｙｔｈｏｎ课时便开始介绍一部分，而不必
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Ｐｙｔｈｏｎ基础，而且后续可配
合该案例安排渐进式展开教学内容，以达到持续

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并增强学习效

果的目的。

１　应用驱动的渐进式 Ｐｙｔｈｏｎ案例设计
方法

１．１　设计的目标与特点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功能强大，各种社区提供的

Ｐｙｔｈｏｎ函数模块（即第三方函数库）在不断增长，
基于Ｐｙｔｈｏｎ的各种应用与技术也在飞速发展。
这些都是学习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的优势，同时也给
Ｐｙｔｈｏｎ的教学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内容选择空间。
文献［６］分析了Ｐｙｔｈｏｎ教学时学生群体的不同特
征与培养模式差异，并从计算机基础教学培养目

标的角度，指出对人文社科类学生的 Ｐｙｔｈｏｎ学习
需要注重培养其解决基础问题的能力，对理工类

学生则可注重高级问题，而商学类学生可结合其

学科专业的问题进行定制培养。这几种培养模式

差异，直接体现在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上，以尽可

能贴近不同学生群体应用 Ｐｙｔｈｏｎ解决应用问题
的特点并培养其在各自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例

如在讲授“网络数据获取”这一教学内容时，对人

文社科类学生不要求其掌握开发者工具，而对理

工类学生则要求掌握开发者工具及基础的网络爬

虫框架。文献［７］分析了 Ｆｏｒｔｒａｎ语言、Ｃ语言与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各自的诞生背景与其擅长的应用领域
差异，将 Ｐｙｔｈｏｎ教学分为计算机基础课（即作为
非信息类专业学生的入门程序设计课）与专业

应用课程（即学生已学习了某种程序设计语言）

这两个层次，并指出如作为计算机基础课，

Ｐｙｔｈｏｎ的教学重点是 Ｐｙｔｈｏｎ基础，并适当介绍
一些 Ｐｙｔｈｏｎ函数模块以引导学习方向、进行应
用示范。这些研究成果为 Ｐｙｔｈｏｎ案例教学设计
指明了方向。

基于上述Ｐｙｔｈｏｎ语言教学研究成果，笔者在
Ｐｙｔｈｏｎ教学中，根据Ｐｙｔｈｏｎ擅长解决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应用与技术问题的优势，尝试以应用驱动

的方式，根据学生的学科专业特点，渐进式设计教

学案例，并配合这些案例安排 Ｐｙｔｈｏｎ基础教学
内容。

１．２　Ｐｙｔｈｏｎ教学内容设计
目前国内的 Ｐｙｔｈｏｎ学习教材或资料在介绍

Ｐｙｔｈｏｎ基础时大多遵循基本数据类型、程序流程
控制、复合数据类型、函数与模块或者文件操作的

章节安排顺序。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目前已

广泛应用于商业、医疗、教育、交通、社交等领域，

并将对学生未来的工作与生活产生越来重要的影

响，许多学生对这些技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例

如语音识别便是一种常见的人工智能应用。但

是，从教学效果的角度，语音识别应用原理相对较

为复杂，并不适合作为所有专业学生的 Ｐｙｔｈｏｎ应
用案例。以商学院学生为例，笔者经过分析与探

索，将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的推荐技术作为

Ｐｙｔｈｏｎ应用基础案例，然后，渐进式引导学生自主
思考商品销量预测等Ｐｙｔｈｏｎ应用进阶案例。

配合这些案例，可按照基本数据类型、复合数

据类型、程序流程控制、文件操作、函数与模块这

一顺序安排教学内容。具体而言，通过介绍图书

购买页面中图书名称、价格、作者等基本信息，引

入基本数据类型、复合数据类型；通过介绍电子商

务网站中的“同类图书排行榜”栏目，引入程序流

程控制；通过介绍电子商务网站中的“浏览此商

品的顾客也同时浏览”“经常一起购买的商品”

“购买此商品的顾客还购买过”等栏目，引入文件

操作、函数与模块，并启发学生思考如何解决相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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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渐进式 Ｐｙｔｈｏｎ案例教学设计的详细
实例

由于应用背景与需求差异，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的应
用在实践中一般有着多种相关实现算法。因此，

需要根据学生与教学内容的特点，进行详细的案

例设计，并通过介绍合适的算法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下

面以图书推荐与销量预测应用为例，进一步介绍

在向商学院学生讲授“函数与模块”课程内容时

的两个详细教学案例。

２．１　基础案例：图书推荐
在推荐应用案例介绍上，现有 Ｐｙｔｈｏｎ学习教

材或资料中大多采用了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算

法，并结合电影评分数据（例如ＧｒｏｕｐＬｅｎｓ提供的
ＭｏｖｉｅＬｅｎｓ数据集）提供了相关代码与运行结果。
但是，对商学院的一部分学生而言，难以在短时间

内理解“如何根据用户对电影的评分确定用户或

者电影之间的相似度”这一关键问题，而且相似

度的计算公式与算法的实现过程相对较为复杂。

购物篮分析是实现物品推荐的另一种方法，

在该方法中，只需使用“哪些物品被一起购买”的

数据，通常这些数据比评分数据更容易获取，因为

很多应用不会提供评分。而且，这种推荐方法并

不仅仅适用于实际的购物篮，它适用于任何根据

已有的多个对象推荐另一个对象的情况。例如当

用户正在 ＭＯＯＣ平台中学习课程时，可以给他推
荐更多的课程资源。

因此，可选用购物篮分析方法来介绍图书推

荐应用的实现算法与原理。不过，购物篮分析涉

及关联规则挖掘算法（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ｍｉｎ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频繁项集（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ｉｔｅｍｓｅｔｓ）、最小支
持度（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ｕｐｐｏｒｔ）和最小可信度（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等概念，如果以数学公式的方式介绍
这些，不仅需要占用大量课堂时间，而且需要学生

有一定的数学基础才能理解。因此，可结合应用

场景与算法原理，设计适合学生理解的实例，在教

学方法层次上，用表格作为可视化手段辅助案例

讲解。具体过程：首先，以表格的方式直观介绍图

书推荐应用案例（如表 １～表 ４所示），并讲解购
物篮分析的原理；其次，启发学生如何利用已学习

的课程内容编程实现购物篮分析中的一些步骤；

最后，介绍如何利用“函数与模块”实现这些

步骤。

例如表１为示例的交易数据，每次交易对应

购物篮中的一组商品代码。表 ２、表 ３分别为根
据表１得到的商品、商品组合购买次数与支持度，
其中支持度可由购买次数除以交易总数得到（例

如３／５＝０．６）。表４为根据表２、表３得到的购物
篮分析结果，其中，规则“｛３１｝→｛３２｝”表示如果
用户购买了商品｛３１｝，那么他们还会购买商品
｛３２｝，其可信度可由商品组合｛３１，３２｝的支持度
除以商品｛３１｝的支持度得到（例如 ０．４／０．６≈
０．６７）。表２、表３与表４中的数据均可在较短时间
内引导学生使用已学的程序流程控制与复合数据

类型等教学内容编程实现。

表１　交易记录

０ＩＤ 交易记录中的商品代码

１００１ ３２，４１

１００２ ３２，４７

１００３ ３１，３２

１００４ ３１，３２，４７

１００５ ３１，４７

表２　商品购买次数与支持度

商品代码 购买次数 支持度

３１ ３ ０．６

３２ ４ ０．８

４１ １ ０．２

４７ ３ ０．６

表３　商品组合的支持度

商品组合 购买次数 支持度

｛３１，３２｝ ２ ０．４

｛３１，４７｝ ２ ０．４

｛３２，４１｝ １ ０．２

｛３２，４７｝ ２ ０．４

｛３１，３２，４７｝ １ ０．２

表４　购物篮分析结果

规则 可信度

｛３１｝→｛３２｝ ０．６７

｛３１→４７｝ ０．６７

｛３２→４１｝ ０．２５

｛３２→４７｝ ０．５

｛３１｝→｛３２，４７｝ ０．３３

｛３２｝→｛３１，４７｝ ０．２５

｛４７｝→｛３１，３２｝ ０．６７

在介绍如何利用“函数与模块”实现时，可采

用规模合适的真实数据集，用更高效、简洁、实用

的代码进行讲解，以强化学生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３５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０年第１２卷

的能力。具体而言，可采用比利时哈瑟尔特大学

（Ｈａｓｓｅｌ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ｏｍｂｒｉｊｓ提供的匿名交易记录
数据集［８］，该数据文件可以从网上（ｈｔｔｐ：／／ｆｉｍｉ．ｕａ
ｎｔｗｅｒｐｅｎ．ｂｅ／ｄａｔａ／ｒｅｔａｉｌ．ｄａｔ）获取。该文件每行分
别记录一次交易中用户所购买的商品代码（用空格

隔开），共有 ８８１６２条交易记录，数据规模合适。
另外，Ｐｙｔｈｏｎ中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模块中的 ｄｅｆａｕｌｔｄｉｃｔ函
数可快速构建一个字典对象，而ｉｔｅｒｔｏｏｌｓ模块中的
ｃｈａｉｎ函数可快速构建一个大的迭代器，利用这两
个函数可更高效获取各商品的购买次数，具体程序

代码如下：

ｆｒｏ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ｍｐｏｒｔｄｅｆａｕｌｔｄｉｃｔ
ｆｒｏｍｉｔｅｒｔｏｏｌｓｉｍｐｏｒｔｃｈａｉｎ
ｄａｔａｓｅｔ＝［［ｉｎｔ（ｔ）ｆｏｒｔｉｎｌｉｎｅ．ｓｔｒｉｐ（）．ｓｐｌｉｔ

（）］ｆｏｒｌｉｎｅｉｎｏｐｅｎ（＇ｒｅｔａｉｌ．ｄａｔ＇）］
ｃｏｕｎｔ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ｄｉｃｔ（ｉｎｔ）
ｆｏｒｅｌｅｍｉｎｃｈａｉｎ（ｄａｔａｓｅｔ）：
　ｃｏｕｎｔｓ［ｅｌｅｍ］＋＝１
ｆｏｒｉ，ｊｉｎｃｏｕｎｔｓ．ｉｔｅｍｓ（）：
　ｐｒｉｎｔ（＇ＩＤ＇，ｉ，＇ｃｏｕｎｔ＇，ｊ）
作为对比，若不采用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与 ｉｔｅｒｔｏｏｌｓ模

块，基于之前已学习的程序流程控制与字典实现

的统计相应程序代码具体如下：

ｄａｔａｓｅｔ＝［［ｉｎｔ（ｔ）ｆｏｒｔｉｎｌｉｎｅ．ｓｔｒｉｐ（）．ｓｐｌｉｔ
（）］ｆｏｒｌｉｎｅｉｎｏｐｅｎ（＇ｒｅｔａｉｌ．ｄａｔ＇）］

ｃｏｕｎｔｓ＝ｄｉｃｔ（）
ｌｉｓｔｄ＝［］
ｆｏｒｄａｔａｉｎｄａｔａｓｅｔ：
　 ｌｉｓｔｄ＋＝ｄａｔａ
ｆｏｒｅｌｅｍｉｎｌｉｓｔｄ：
　 ｃｏｕｎｔｓ［ｅｌｅｍ］＝ｃｏｕｎｔｓ．ｓｅｔｄｅｆａｕｌｔ（ｅｌｅｍ，

０）＋１
ｆｏｒｉｉｎｃｏｕｎｔｓ．ｋｅｙｓ（）：
　 ｐｒｉｎｔ（＇ＩＤ＇，ｉ，＇ｃｏｕｎｔ＇，ｃｏｕｎｔｓ［ｉ］）
从这两种代码容易看出，合适地利用已有的

Ｐｙｔｈｏｎ函数模块可明显提高编程效率。而且，还
可进一步向学生介绍 ｔｉｍｅ模块中的计时函数

ｔｉｍｅ，以对比这两种代码的运行时间差异。
２．２　进阶案例：销量预测

预测是人们工作与生活中的另一类常见问

题，人们也通常基于信息做出决策。近年来，随

着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新的预测

方法不断涌现，现代预测科学也已在各行各业

得到充分应用，例如社会预测、经济预测、军事

预测等。但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合适的预测

方法给出精确的预测结果并不容易。因此，预

测方法相对物品推荐方法而言，学生理解与应

用的难度更大。

目前，在预测应用案例介绍上，现有 Ｐｙｔｈｏｎ
学习教材或资料中大多采用了股票价格、房价、球

赛结果等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与预测案例和我

们之前介绍的基础案例关联并不紧密。而且，这

些案例并没有详细介绍如何合适地对原始数据进

行预处理、特征获取等操作，以提升预测效果，而

这些操作对于解决具体应用问题非常重要。因

此，对商学院的学生而言，在商品推荐基础案例的

基础上，我们可进一步选用基础的预测方法，循序

渐进地设计一个进阶案例，例如与商品销售相关

的销量预测应用案例，并引导学生对比将原始的

数据进行预处理、特征获取等操作后的预测效果，

这样给学生的印象更为深刻，更能提升学生的学

习兴趣。

具体而言，可选用真实的销售记录数据集。

例如ＣＳＤＮ网站提供了一个包含 ５７２９１条销售
交易记录的数据文件（ｈｔｔｐｓ：／／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ｃｓｄｎ．ｎｅｔ／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ｅｖｅｒｅｓｔｒｓ／１０９０２９７０），其部分原始数据
如表 ５所示，其中销售时间精确到秒，例如
２０１４１１０１０７０４５７，２０１４１１０１表示年月日（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１日），０７０４５７表示具体时间（７时０４分５７
秒）。在预测方法选择上，可采用最经典的基于

最小二乘法的回归预测方法，该方法容易计算，而

且估计得到的预测参数具有较好的解释性。该方

法的基本思想是要使各个预测值与观测值（即实

际值）之间的距离（即误差）平方和达到最小。

表５　销售交易记录的部分原始数据

单据号 销售时间 商品ＩＤ 销售单价 销售数量 销售金额

２０００４０５３ ２０１４１１０１０７０４５７ ９９５０００８８６ ４．３ １ ４．３

２０００４０５４ ２０１４１１０１０７０９３３ １４２６－３０４ ５．９ １ ５．９

２０００４０５６ ２０１４１１０１０７１８２０ ７３２０－３２０ ５ １ ５．０

２０００４０５８ ２０１４１１０１０７３６５４ ９９５０００６３７ ３．２ 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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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表５中的数据，可首先给学生演示并讲
解，如果直接将“销售金额”列为结果变量，其他

列为预测变量，如何通过调用 ｓｋｌｅａｒｎ库中的来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等函数，以建立一个基于最小二
乘法的线性回归预测模型。然后，通过指出该模

型的不足（例如预测值与实际值相差较远），引入

数据预处理等操作以及另一份经过处理后的数据

集。最后，引导学生基于处理后的数据集更好地

进行预测，具体代码如下：

ｉｍｐｏｒｔｎｕｍｐｙａｓｎｐ
ｆｒｏｍｓｋｌｅａｒ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ｉｍｐｏｒｔ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ｓｋｌｅａｒｎ．ｍｏｄｅ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ｏｒｔｔｒａｉｎ＿ｔｅｓｔ

＿ｓｐｌｉｔ
ｉｍｐｏｒｔ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ｐｙｐｌｏｔａｓｐｌｔ
ｆｒｏｍｍｐｌ＿ｔｏｏｌｋｉｔｓ．ｍｐｌｏｔ３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ｘｅｓ３ｄ
ｄａｔａ＝ｎｐ．ｌｏａｄｔｘｔ（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ｔｘｔ＇，＇ｒｂ＇），

ｄｅｌｉｍｉｔｅｒ＝＇，＇）
ｄａｔａ＿ｘ＝ｄａｔａ［：，：２］
ｄａｔａ＿ｙ＝ｄａｔａ［：，２］
ｘ＿ｔｒａｉｎ，ｘ＿ｔｅｓｔ，ｙ＿ｔｒａｉｎ，ｙ＿ｔｅｓｔ＝ｔｒａｉｎ＿ｔｅｓｔ＿

ｓｐｌｉｔ（ｄａｔａ＿ｘ，ｄａｔａ＿ｙ，ｔ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２０）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ｉｔ＿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Ｔｒｕｅ）
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ｘ＿ｔｒａｉｎ，ｙ＿ｔｒａｉｎ）
ｋ＿ｄ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ｘ１＿ｘ２＝ｍｏｄｅｌ．ｃｏｅ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ｘ＿ｔｅｓｔ）
ｐｌｔ．ｘｌａｂｅｌ（＇序号＇）
ｐｌｔ．ｙｌａｂｅｌ（＇总销售额＇）
ｐｌｔ．ｐｌｏｔ（ｙ＿ｔｅｓｔ，＇ｒｅｄ＇，ｌａｂｅｌ＝＂实际值＂，ｍａｒｋｅｒ

＝＇ｏ＇）
ｐｌｔ．ｐｌｏ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ｂｌａｃｋ＇，ｌａｂｅｌ＝＂预测值＂，

ｍａｒｋｅｒ＝＇Ｄ＇）
ｐｌｔ．ｌｅｇｅｎｄ（ｌｏｃ＝＇ｕｐｐｅｒｒｉｇｈｔ＇）
ｐｌｔ．ｒｃＰａｒａｍｓ［＇ｆｏｎｔ．ｓａｎｓ－ｓｅｒｉｆ＇］＝［＇ＳｉｍＨｅｉ＇］
ｐｌｔ．ｒｃＰａｒａｍｓ［＇ｆｏｎｔ．ｆａｍｉｌｙ＇］＝＇ｓａｎｓ－ｓｅｒｉｆ＇
ｐｌｔ．ｓｈｏｗ（）

３　应用驱动的渐进式 Ｐｙｔｈｏｎ案例教学的
效果

在多年的高校程序设计语言教学实践中，笔

者深深感受到，由于计算机的处理方式有时与人

们的思维习惯不同，在向学生介绍程序的输入与

输出、程序是指令和数据的集合等原理时，很多毫

无编程经验的学生，尤其是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

在短时间内很难理解变量、函数与程序的流程等

概念。即使教师可以多花时间进行讲解，使这些

学生能在上课时听懂一些对程序语句或概念的解

释，如果课后学生不愿意继续学习或实践，学生真

正遇到问题时依然束手无策，很难做到活学活用。

因此，如何不断激发学生的程序设计兴趣，是促进

学生掌握知识、提升技能并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根据近两年的实践，笔者认为应用驱动的渐

进式Ｐｙｔｈｏｎ案例教学方法有助于解决该问题。
具体而言，笔者在本校人文学院、建筑与艺术设计

学院、商学院与潇湘学院四个学院的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
程序设计必修课程中对该方法进行了实践验证。

在实践中，我们以学生熟悉的应用问题为引子，循

序渐进地解决应用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向学生

介绍相关概念。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建

立应用问题与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程序设计相关概念间
的逻辑对应或关联关系，而且有助于教师不断启

发学生积极思考利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解决应

用问题相关的原理，引导学生发现与体会计算机

程序设计的美感与乐趣，进而促进其课后主动学

习并应用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编程解决其感兴趣的问题。
实践表明：采用应用驱动的渐进式 Ｐｙｔｈｏｎ案例教
学可让学生从 Ｐｙｔｈｏｎ学习中逐渐提升学习兴趣
与信心，激发学生自主学习与实践的动力与愿望，

并有效提升学生思考与解决实际应用的能力。

４　结语
目前，全国已有超过 ２００所高校开设了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相关课程，未来将有更多的高校
开设这些课程。笔者的实践表明，合适地采用应

用驱动的渐进式Ｐｙｔｈｏｎ案例教学，不仅有助于促
进学生的Ｐｙｔｈｏｎ学习，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解或开
展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另

外，在应用此方法进行教学的过程中，笔者体会到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比 Ｃ程序设计课程更
适合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学习，并更能促进学生主

动思考与学习。希望本文能为大学 Ｐｙｔｈｏｎ课程
的教学人员提供新的参考案例与方法，从而推动

Ｐｙｔｈｏｎ教学的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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